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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 高考大预测
［命题导读］# 本套试卷紧扣《 考试大纲》，根据高考最新权威信息，对化学学科

必考知识点进行了逐个筛选，并结合当前的时事热点进行了综合命题。本试卷涉及

“禽流感”（第 " 题）、奥运吉祥物（第 $ 题）、最新科技成果 %& 分子（ 第 ’ 题）、(!!) 年

诺贝尔化学奖（第 (* 题）、体现化学与生活（ 第 * 题）等，试题素材新颖，命题角度多

变（第 *$ 题的探究性实验、第 ) 题涉及实验安全问题），较好地体现了“ 能力立意、关

注现实生活”的高考命题原则，难度系数为 !+ )) , !+ -!。试卷的层次梯度较为理想，

试题既保证了较好的区分度，又可以较好地测试考生的总体水平，帮助考生预测自己

已具备的能力，为高考复习做好准备。

本试卷分第!卷（选择题）和第"卷（ 非选择题）两部分。满分 *!! 分，考试时

间 .! 分钟。

# # 可能用到的相对原子质量：/ *# 01 "# 2 *(# % *&# 3 *-# %4 ($# 5 $*# 26 $)+ )
7 $.# 28 -&# 9: *!’

第!卷（选择题# 共 &’ 分）

一、选择题（本题包括 *- 小题，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意，每题 $ 分。）

*+ 下列有关化学与生活的相关说法正确的是

9+ 为防止食品氧化变质，常在包装袋中放入生石灰

;+ 压缩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是两类常见的清洁燃料，都属于碳氢化合物

2+ 福尔马林是一种良好的杀毒剂，可用来消毒自来水

<+ 使用加酶洗衣粉时，水温越高，洗涤效果越好

(+ 碘化砹可发生下列反应：

# !!!(9=> ? (@: @:>( ? @:9=(
$9=> ? (%/$（ 6 !!!） %/& > ? 9=%/(

上述两个反应的有关说法正确的是

9+ 这两个反应都是氧化还原反应

;+ 反应#中 @:9=( 既是氧化产物，又是还原产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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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如果你想把又硬又涩没甜味的柿子，或较生的西红柿变熟，可在放柿子或西

红柿的塑料袋里放几个梨，过几天涩柿子或西红柿就会又软又甜。

"# 反应!中 $%& 既是氧化剂，又是还原剂

’# ()$%* 的还原性弱于 ()&* 的还原性

+# 奥运吉祥物福娃外材为纯羊毛线，内充物为无毒的聚酯纤维

""
##""

$$
% ",,"-*"-*#### ," !!

,

&!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

$# 羊毛与聚酯纤维的化学成分相同

.# 聚酯纤维和羊毛一定条件下均能水解

"# 纯羊毛为纯净物

’# 羊毛与聚酯纤维不能用燃烧法区别

/# 设 "$ 表示阿伏加德罗常数，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是

$# 分解 -*,*制 ,*，每生成 0 123 ,*转移 /"$个电子

.# *4 5时 0 6 7- 8 9 的醋酸与醋酸钠的混合溶液中，一定有 0: ;9"$ 个醋酸分子

被电离

"# 标准状况下，** ) "+-<与 =*, 混合气体所占体积约为 00# * 6

’# 用惰性电极电解 0 6 浓度均为 * 123 > 6 的 $)=,+与 "?（=,+ ）* 溶液，当有:# *"$

个电子转移时，阴极析出 @# / ) 金属

4# 下列事故处理正确的是

$# 误喝氯化钡溶液，立即喝硫酸铜溶液解毒

.# 实验后多余的金属钠可以放到废液桶中

"# 酒精洒在桌面上引起失火，可用水浇灭

’# 温度计的水银球破裂后，掉在地上的水银应用洒硫粉的方法除去

@# 下列有关化学用语表达不正确的是

$# 氨气的电子式：

.# ",*分子的结构式： !! !!, " ,

"# A* ; 的结构示意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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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人饮酒后，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主要是在肝脏内进行的，酒精先转化成乙

醛，然后再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。

"# 苯分子的比例模型：

$# 一种中国传统调味品香料八角茴香，由于其中含有一种抗亚

洲禽流感病毒的重要成分———莽草酸，突然之间具有了重要

的医用价值。莽草酸的分子结构如图，下列关于莽草酸的说

法错误的是

%# 分子式为 &$’()*+

,# 遇 -.&/0溶液呈紫色

&# 能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

"# 能溶于水

1# 最近意大利罗马大学的 -23456 &7878. 等人获得了极具理论研究意义的 39 分子。

39分子结构如图所示，已知断裂 ( :6/ 3—3吸收 (;$ <= 热量，生成 ’’( :6/ 3 3 放

出 >9? <= 热量。根据以上信息和数据，下列说法正确的是

%# 39属于一种新型的化合物

,# 39与 3?互为同素异形体

&# 39沸点比 @9（白磷）高

"# ( :6/ 39气体转变为 3?吸收 11? <= 热量

># 下列离子方程式书写正确的是

%# 铜溶于氯化铁浓溶液中：&2 A -. !!!0 A &2? A A -.? A

,# 3’9’&*0溶液中加入过量氢氧化钠稀溶液：3’ A
9 A *’ !!!B 3’0·’?*

&# 碳酸银溶于稀硝酸：%C?&*0 A ?’ !!!A ?%C A A &*?( A ’?*

"# ,7（’&*0）?溶液中通入过量氨气：,7? A A ’&* B
0 A 3’ !!!0 ,7&*0) A 3’ A

9

()# 下列分子中所有原子都满足最外层为 1 电子结构的是

%# ,-0 ,# ’?* &# D5&/9 "# @&/+
((# 某无色溶液中，若加入溴水，溴水褪色，若加入金属铝，铝溶解并产生大量氢气，则

该溶液中可能大量存在的离子组是

%# 37 A 、*’ B 、D? B 、&/* B ,# ’ A 、37 A 、-.? A 、3* B
0

&# E A 、,7? A 、*’ B 、D*? B
0 "# 37 A 、E A 、,7? A 、*’ B

(?# 某短周期元素的最高价氧化物所对应的水化物的化学式为 ’!F*"，气态氢化物的

化学式为 ’#F（或 F’#）。已知 ( :6/ ’!F*"，比 ( :6/ ’#F 质量多 ;9 C。下列说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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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因为双氧水具有强氧化性，所以双氧水可以用作伤口消毒。医用双氧水的

浓度为 "#。

不正确的是

$% &! ’ " ( # ) * +% ! ) ,

-% . 一定是硫元素/% . 一定处于第三周期

0"% 可用右侧示意图像表示的是

反应 纵坐标 甲 乙

$
等质量钾、钠分别与水

反应

1&的

质量
钠 钾

+

相同质量氨，在同一容

器中

&21 *+" 2& ( "1&

氨气的

转化率
344 5 ,44 5

-

体积比为 0 6 " 的 2&、

1&，在 体 积 可 变 的 恒

压 容 器 中 2& ( "1

*+

&

&21"

氨气的

浓度

活性高

的催

化剂

活性一

般的催

化剂

/

& 789 :;&、0 789 ;&，

在相同温度下 &:;& (

; *+& &:;"

:;" 的

物

质的

量

04 <=7 & <=7

!

0,% 有甲、乙两位同学，他们一起做了水果电池的实验，测得数据如下：

实验

次数
电极材料 水果品种

电极间距

（>7）

电压

（7?）

0 锌 铜 菠萝 " @44

& 锌 铜 苹果 " A34

" 锌 铜 柑 " *34

, 锌 铜 西红柿 " B34

3 锌 铝 菠萝 " A34

A 锌 铝 苹果 " ,34

!

! 甲同学提出的问题，乙同学解释不正确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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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菜腐烂后，由于含有致癌毒物亚硝酸盐，所以不能食用。

甲同学 乙同学

!
实验 " 中的负极电极反应式如何

写？
铝为负极：!# $ %& $ ’ !#% (

) 实验 *、+ 电流方向为什么相反？

* 中锌为负极，电流由铜经导线到锌，+

中铝为负极，铝失去电子，电流由锌经导

线流向铝

, 水果电池的电压与哪些因素有关？ 只跟水果的类型有关

-
实验中发光二极管不太亮，如何使

它更明亮起来？

可用铜锌作电极，用菠萝作介质，并将多

个此电池串联起来

*+. 向某二价金属 / 的 /（01）2的溶液中加入过量的 341,0% 溶液，生成了 /,0% 沉

淀，过滤，将沉淀置于足量的稀盐酸中，充分反应后，在标准状况下收集到! 5气

体。如要计算金属 / 的相对原子质量，你认为还必需提供下列哪项数据

!. /（01）2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

). 与 /,0%反应的盐酸的物质的量浓度

,. /,0%的质量

-. 题给条件充足，不需要再补充数据

*". 下列实验中，溶液颜色有明显变化的是

!. 少量明矾溶液加入到过量 3401 溶液中

). 往 6&,#%溶液中滴入 78 溶液，再滴入淀粉溶液

,. 少量 34202固体加入到过量 34190:溶液中

-. 往酸性高锰酸钾溶液中滴入少量 6&2（90:）%稀溶液

第!卷（非选择题; 共 +2 分）

二、非选择题（本题包括 + 小题）

*<.（*2 分）测定有机化合物中碳和氢的组成常用燃烧分析法，下图是德国化学家李

比希测定烃类有机物组成的装置，用氧化铜作催化剂，在 <+=>左右使有机物在氧

气流中全部氧化为 ,02和 120，用含有固体氢氧化钠和高氯酸镁［/?（,#0: ）2 ］的

吸收管分别吸收 ,02和 120。

!



! ! 烟草中有 "# 余种有毒物质，其中致癌的物质有尼古丁、烟油或苯并芘、一氧

化碳、砷和亚硝胺五种。

试回答下列问题：

!甲装置中盛放的是! ! ! ! ! ! ，甲、乙中的吸收剂能否互换位置？说明理由：

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"实验开始时，要先通入氧气一会儿，然后再加热。为什么？

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#若测得甲装置增重 ! $，乙装置增重 " $，试求出烃中碳、氢原子个数比为：

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$若已知试样是纯净物，某次测定时，测出碳、氢原子个数比为 % & ’ ( ))& *+，能

否确定其为何种烃？! ! ! （填“能”或“不能”）；若能，写出其分子式! ! ! ! !

! （若不能，此空不必回答）。

),-（)* 分）无机过氧化合物的科学研究开始于 ), 世纪初，人们相继制得了过氧化

钡、过氧化钠、过氧化钾、过氧化氢等，目前无机过氧化合物逐渐成为无机化学的

一个分支，其中过氧化氢是用途最广的过氧化物。试回答下列问题：

（)）./*0*、1*0*、%/0*以及 2/0* 都可与酸作用生成过氧化氢，目前实验室制取

过氧化氢可通过上述某种过氧化物与适量稀硫酸作用，过滤即可制得。最适合

的过氧化物是! ! ! ! ! ! ! ! ! ! ! （写电子式）。

（*）过氧化氢是一种绿色氧化剂，写出在酸性条件下 ’*0* 氧化氯化亚铁的离子

反应方程式：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（+）与过氧化氢具有相同电子总数且属于非极性分子的有! ! ! 、! ! ! （ 举两

例，写化学式）。

（3）纯净的过氧化氢常用作火箭燃料的氧化剂，已知 #- 3 456 液态肼（.*’3 ）与

足量的液态过氧化氢反应，生成 .*和 ’*0（$），放出 *"7- 7 89 的热量，则该反应

的热化学方程式为：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):-（)# 分）已知 %、;、<、= 均为常见气体，> 为常见金属，? 溶液蒸干并灼烧得红棕色

粉末 ’，= 是一种能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，2 由三种元素组成。它们有如下框图关

系：

!



! ! 啤酒的度数是指麦芽汁浓度，啤酒的酒精含量低于它的度数。

试回答下列问题

（"）反应!阳极的电极反应式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（#）反应"的化学方程式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（$）反应#的离子方程式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（%）反应$蒸干并灼烧最终得 & 而不是无水的 ’，试用文字和方

程式简述其理由：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（(）已知 ) 的结构为三角双锥（ 如右图示），图中,代表 * 分子，

-代表 + 原子，写出 ) 的化学式! ! ! ! ! ! ! ! ! 。

#,-（", 分）今有相对分子质量为 ! 的有机物，燃烧后只生成二氧化

碳和水。

!若有机物是 ! . /# 的烃，请写出所有可能的结构简式：! ! !

! ! ! ! ! ! ；! ! ! ! ! ! ! ! ! ! ；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$若 ! . (0，且 " 123 该有机物与足量的银氨溶液作用，可析出 % 123 45，则其结

构简式为：! ! ! 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"若 4 是分子式为 6"#&"7 的烃，) 是含 % 个氧原子的烃的含氧衍生物，4、) 相对

分子质量相等，则 ) 的分子式可能为：! ! ! ! ! ! 。

#"-（0 分）#,,( 年诺贝尔化学奖由法国科学家 89:;·6<=>9?@、美国科学家 A2B:CD&·

’C>BB;、A?E<=CFA·GE<C2EH 共同获得，以表彰他们在烯烃复分解反应方面研究与

应用所作出的贡献。已知烯烃的交叉复分解反应机理为双键断裂，换位连接。可

表示为：

!



! ! 牙膏中的摩擦剂是碳酸钙或磷酸氢钙。花露水的主要原料是酒精、叶绿素、

香精。

又已知："—#$%— !!#$ #$% & #’% .###
()) *

"—#$#’— !!#$ #$% & $#’。

有机物 " 是烃的含氧衍生物（ 分子式为：#+$,- ./ ），常用作纤维的增塑剂以及化

妆晶等，0 也可由油脂水解得到，有机物 " 的合成路线如下：

试回答下列问题：

（!）写出反应"、#的反应条件：条件 , ! ! ! ；条件 % ! ! ! 。

（$）写出结构简式，1：! ! ! ! ! ! ! ! ! ! ；2：! ! ! ! ! ! ! ! ! 。

（%）写出反应&的化学方程式：! ! ! ! ! ! ! ! ! ! ! ! 。

【参考答案】

,3 4! 1 选项中，包装袋中加生石灰，能吸收水蒸气，保持食品的干燥，但不能起到防

氧化变质的作用，因为石灰不能吸收空气中的氧。4 选项说法正确。# 选项，福尔

马林有毒，不能用来消毒自来水。5 选项中的加酶洗衣粉中的酶是一种生物催化

剂，能加快污渍中的蛋白质的分解作用，但这种蛋白酶在温度较高时会失去活性，

失去催化效果。

%3 4! 本题考查了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。反应"中，167 中 16 显 & , 价，89 作还原

剂，167 作氧化剂，8916% 既是氧化产物又是还原产物；反应#是非氧化还原反应。

:3 4! 羊毛的化学成分是蛋白质，而聚酯纤维的化学成分是酯类，则 1 项不正确。羊

毛和聚酯纤维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能水解，蛋白质最终水解成氨基酸，聚酯纤维水解

成对苯二甲酸和乙二醇。高分子化合物都属混合物，则 # 项也就不正确。羊毛成

分为蛋白质，燃烧有烧焦的羽毛味，可以区分，则 5 不正确。所以本题的答案为 4。

-3 #! 分解 $%.%制 .%，每生成 , ;<’ .%应转移 %!1个电子。在 4 选项中，因为 =$ >

!



! ! 因为鲜黄花菜中含有秋水仙生物碱，进入人体后转化为有毒的二秋水仙生

物碱，所以不能食用鲜黄花菜。

"，则就有 !（#$ % ）& !（’()’**
+ ）, !（( % ）& !（*( + ）& -. +"，而 ( % 来源于水的电

离和 ’()’**( 的电离，所以电离的 ’() ’**( 分子数就应小于 -. +""/。选项 ’

中，’)(0和#1*的相对分子质量都是 22，所以 11 3 的该混合气体为 .4 5 678，则在标

准状况下所占有的体积就约为 --4 1 9。: 选项中，因 /3 % 的氧化性比 ’;1 % 强，则在

电解含有 /3 % 和 ’;1 % 的混合溶液时，先析出的应为 /3，当有 .4 1"/个电子转移时，

就应析出 .4 1 678 的 /3，为 1-4 < 克，所以本题的答案为 ’。

54 :! 因 ’;=*2属于重金属盐，喝 ’;=*2溶液后，因会引起 ’;1 % 中毒，/ 项不正确。多

余的金属钠应该放回原试剂瓶中，如果放到废液桶中与酸度较大的废水发生剧烈

反应，可能会引起爆炸，> 项不正确。酒精在桌面上失火后，若用水浇，会使酒精溢

到别处而造成大面积着火，应该用湿布覆盖，’ 项不正确。硫粉与汞反应生成硫化

汞附在汞的表面，防止汞的挥发，: 项正确。

<4 /! 本题是对化学用语知识的考查。氨气的电子式中，# 原子下面还应有一对孤对

电子，所以 / 选项错误。: 选项中的比例模型是课本中的原图。

"4 >! 由分子结构图可知，/ 选项正确。莽草酸中无酚类结构，遇 ?@’8) 溶液不会呈紫

色，所以 > 选项说法错误。由于分子中有碳碳双键，所以能使高锰酸钾溶液褪色，’

选项正确。莽草酸分子结构中有多个—*(，还有—’**(，烃基部分不大，所以该

物质可溶于水，: 选项正确。

04 >! #2和 #1 一样，都是由 # 元素形成的单质，应该互为同素异形体。从 #2 的结构

可以看出是一个正四面体，和白磷的分子结构是一样的，则熔点和沸点都是白磷高

（分子量大），把 - 678 #2转化成 1 678 #1，则应断开 < 678 #—#，要吸收 < A -<" BC

的热量，形成 ’’1 678 # # ，要放出 1 A D21 BC 热量，最后综合应放出 001 BC 热量。

所以本题的答案为 >。

D4 ’! / 选项中，离子方程式的电荷不守恒，应为 ’; % 1?@ !!!) % ’;1 % % 1?@1 % 。> 选

项中，加的是过量的氢氧化钠溶液，则 #( %
2 与 (’* +

) 均与 *( + 反应，应为 #( %
2 %

(’* +
) % 1*( !!!+ #()·(1* % ’*1 +

) % (1*。: 选项中，通入过量的氨气，则应为

>$1 % % 1(’* +
) % 1#( !!!) >$’*)) % 1#( %

2 % ’*1 +
) 。所以本题的答案为 ’。

-.4 ’! >?) 中 > 原子最外层为 < 个电子，(1* 中的 ( 原子最外层只有 1 个电子，E’85
中 E 原子最外层共有 -. 个电子。

--4 :! / 选项中，=1 + 与 ’8* + 是不能共存的，就是在碱性溶液中 ’8* + 也有氧化性，>

中的 ( % 、#* +
) 和 ?@1 % 是不能共存的，且 ?@1 % 也有颜色，所以不对。’ 选项中，

>$1 % 与 =*1 +
) 不能共存。所以本题的答案为 :。

-14 ’! 仔细审题，该元素的最高价氧化物所对应的水化物比它的气态氢化物多 2 个

!



柿饼表面有一层白霜，俗称柿霜，柿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。

! 原子，! 和 " 是相等的，水化物可能为 "#$!%、"& ’!% 或 "()!%，对应的氢化物为

$"#、"&’、"()，则可以推出 ( 选项是错误的。# 一定等于 %，* 一定处于第三周

期，但不一定为硫元素，所以本题的答案为 (。

+#, -. - 选项中，等质量的钠和钾，它们的物质的量为 /0 1 2，所以提供的电子数为

/0 1 2，但 2 比 /0 活泼，所以反应的时间是 /0 1 2，符合题目所给的图像。3 选

项中，/"#的分解是吸热的，则温度越高，氨的转化率就越高，反应所需时间就越

短，所以不符合，正确的图像为下图（+）；( 选项中，催化剂不影响平衡时氨气的物

质的量，则正确的图像为下图（&）；4 选项中，压强越大，反应的时间就越短，平衡

时 ’!#的物质的量就越多，正确的图像为下图（#）。

所以本题的答案为 -。

+%, (. 实验 5 中铝作负极得电子；实验 + 中锌作负极，实验 6 中锌作正极，所以电流

方向相反；电压除和水果类型有关还和构成原电池的金属等有关，( 不正确。

+6, (. 由标准状况下的气体的体积可求出 7(!#的物质的量，再结合 7(!# 的质量可

求出 7(!#的摩尔质量，进而可求得 7 的相对原子质量。

+5, 3. 在 - 选项中，反应前后，溶液都没有颜色的改变。在 3 选项中，向棕黄色的

89()#溶液中滴加无色的 2: 溶液，由于 89# ; 能将无色的 : < 氧化成褐色的 :&，再加

淀粉后，溶液变蓝。在 ( 选项中，/0"’!% 无色溶液与 /0& !& 固体反应后，生成

/0&’!%，所以溶液前后均无色。在 4 选项中，两者不反应，所以除稀释外就没有

明显的颜色的改变。

+=, 用燃烧分析法测定有机化合物中碳和氢的组成，从装置可见，此法是分别测出有

机物燃烧后生成的 "&! 和 (!&的质量，然后求出碳氢比，由于氢氧化钠既能吸收

"&! 又能吸收 (!&，所以吸 "&! 的装置要在前，即高氯酸镁应该放在甲中。

答案. （每空均为 & 分，共 +& 分）!高氯酸镁（或写 7>（()!%）&）. 不能，因氢氧化

钠同时能吸收 (!&和 "&! ，互换后无法确定生成的 "&! 和 (!& 的质量. "将装

置中的空气排尽，否则空气中含有二氧化碳和水蒸气，影响测定结果的准确性.

#?$@ %%%. $能（因 &（"）A &（(）B &#@ ++ 1 &，只能是烷烃）. (&&"%5

!"



! ! 红药水与碘酒不能一起使用，因为 "# 与 $% 相遇会生成剧毒物碘化汞（$%"）。

&’( 用 )*+#与 $#,+-反应制双氧水，钡离子和硫酸根离子形成沉淀，这样制得的双氧

水纯度高。过氧化氢总电子数为 &’，等于 ./ 的核电荷数，与 ./ 同周期的元素的

气态氢化物分子的电子总数也为 &’，其中为非极性分子的是 ,0$-。另外，1#、

2#$3也为 &’ 电子的非极性分子。

答案! （&）)*# 4［ ］# 5 ! （# 分）

（#）$#+# 4 #$
4 4 #16 !!!# 4 #167 4 4 #$#+（# 分）

（7）,0$- ! 1# ! 2#$3 ! ./! （每写对一个给 # 分，共 - 分）

（-）8#$-（ 9）4 #$#+#（ 9 !!!） 8#（%）4 -$#+（%）；!! : 5 3-&( ; <= > ?@9（- 分）

评析：（&）、（#）、（-）小题以化学与生产、科技的联系为基点，考查离子反应、热化

学反应的知识。（7）小题考查分子极性及 &’ 电子结构。

&A( 由 B 蒸干并灼烧及 $ 为红棕色粉末得 B 为 16297，$ 为 16# +7，又因 C 为常见金

属、D 为气体推得 C 为 16，D 为 29#，由 $ 和 2（ 气体）反应得水和 16 推出 2 为

$#，又 " 是能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则 " 为 2+#，再由 $ 和 " 推得 1 为 2+，则 ) 为

16（2+）;或 162;+;。

答案! （每空均为 # 分，共 &E 分）

（&）#29 5 5 #6 !!!5 29#(

（#）16#+7 !!!4 72+ #16 4 72+#

（7）#167 4 !!!4 16 716# 4

（-）16297溶液中存在化学反应 16297 4 7$# *++ 16（+$）7 4 7$29，加热促进水

解，又由于生成的氯化氢气体不断挥发，使水解完全，生成的 16（+$）7灼烧时发生

分解 #16（+$）7!!!
灼烧

16#+7 4 7$#+，所以得到的是 16#+7，而不是无水 16297
（;）16（2+）;或 162;+;

#E( 由题意知，该有机物为烃或烃的含氧衍生物，则

"若有机物为 " : F# 的烃，运用商余法确定出最多可含有的 2 原子数为 F# > &# :

3，则 可 以 求 得 该 烃 的 分 子 式 为 2; $&#，它 可 能 的 结 构 简 式 为 2$722$7

2$
//

7

2$
//

7

、

2$72$#2$#2$#2$7、2$72$2$#2$7

2$
//

7

。

#由题意知，析出 - ?@9 .%，则该有机物为 $2$+ 或含有两个醛基的有机物，由于

!!



! ! “ 语丝”来自你的声音。请用简洁的语句、诗一样的语言传递你的心声，"#

字以内（含姓名、地址）。

该物质的分子量为 "$，则只能为 %&’
//
%&’

。

!由 %()&(*可以得到 + 的分子量为 (*#，+ 是含有 ’ 原子的烃的含氧衍生物，运用

残基法，即 (*# , - . (* / 0*，则该有机物中最多可含有的 % 原子数为 0* 1 () / $，

最终可以推出 + 的分子式为 %2&()’-。

答案! （每空均为 ) 分，共 (# 分）

"%&3%&)%&)%&)%&3 ! %&3%&（%&3）%&)%&3 ! %&3%（%&3）)%&3

#’&%—%&’! ! %2&()’-

)(4 反应"是指 5.6，可以看出 & 是乙酸，则 6 为醇，所以 5.6 应是由卤代烃生成

醇，则反应要在氢氧化钠的水溶液中进行，并需要加热；反应#是由乙醇生成 +，

而 + 和 7 发生了烯烃的复分解反应，可以得到 + 为乙烯，也就不难得出条件 ) 为

浓硫酸且温度要达到 (2# 8。从题目中看出 6 是可由油脂水解得到的醇，则为

丙三醇，又因分子式为 %-&$ 的烯烃和 %& !!) %&) 发生复分解得到含有三个碳原

子的 %，则可以推出 7 的结构简式为 %&3 !!%& %&%&3，% 为 %& !!) %&%&3。% 在

"## 8下和 %9)发生反应，结合信息得到的 : 是 %9%&) !!%& %&)，: 与 +;) 的 %%9-
溶液发生加成反应得到 5（ %9%&)%&%&)+;

//
+;

），5 在氢氧化钠的溶液中水解得到

丙三醇，丙三醇和乙酸发生酯化反应得到 <（%0&(-’*）。

答案! （问题（$）每空 ( 分，其余每空 ) 分，共 $ 分）

（$）氢氧化钠水溶液，加热! 浓硫酸，(2# 8（加热）

（%）%&3 !!%& %&%&3 ! %&)%9%&+;%&)+;

（&）3%&3%’’& = %&)’&%&’&%&)’&
浓硫酸

.###
0

%&)####’%%& ##3
!!
’

///
#### %&’%%& ##3

!!
’

%&

///
)####’%%& ##3

!!
’

=3&)’

（只要有机物结构简式正确，未配平或水未写不扣分）

!"



! ! 银器表面变黑的 原 因 是 发 生 了 化 学 反 应 "#$ % &’&( % ) !!!& &#$& ( %

&’&)。

评估指导

! ! 本卷可作为一轮复习前的水平检测用卷，下面按四个分数段，为你提供相应的对

策

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2
2
2
2
2
2
2
2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
1
1
1
1
1
1
1

：

*+ , +-- 分

测试成绩在此分数段说明你基础知识牢固，有了相当的化学基本功，具备了较高的

解题能力，完全能适应 -. 年的高考理综化学部分的要求。

友情提醒：这不过是一次模拟测试，不是真正的高考卷，不能有丝毫的骄傲，骄兵必

败。你还必须在综合题、开放性试题、探究性试题方面下工夫，注意规律的总结，进

一步提升自己的实力

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2
2
2
2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

1
1
1

。

.+ , *- 分

测试成绩在此分数段说明你有了一定化学基本功，具备了一定学科内综合的能力，

但还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查漏补缺，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

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2
2
2
2
2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

1
1
1
1

。

/+ , .- 分

测试成绩在此分数段说明你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，但还不完善，你还需在复习

中进一步打好基础，将零碎的知识网络化、系统化，分析本次测试中的错误所在，在

后面的复习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

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2
2
2
2
2
2
2
2
2
2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

1
1
1
1
1
1
1
1
1

。

/- 分以下

测试还没有达到 /- 分，说明你前面的学习中留下较多问题隐患，有许多基本的东西

还没有弄清。

友情提醒：知不足，方可求上进。一轮复习是关键，也是你能否掌握基本知识的重要

阶段，建议你在复习中首先要熟读课本，在老师的指导下，弄清基本概念的内容和相

互关系，弄清基本理论的内容，熟记常见的反应式，掌握课本上的基本实验和基本操

作，只有打好基础方能提升能力。

!"


